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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产毛喉鞘蕊花的引种栽培研究
’

李景秀 李运昌 孔繁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昆明 6 5 020 4)

摘 要 本文报道印产毛喉鞘蕊花肉质根稳定性状的分离及栽培技术路线
.

肉质根株提纯到

99 .5 % ; 求得了露地最佳效益种植法
,

最优水平搭配是 : 30 d
、

15 株 / m Z
、

高垄
、

覆膜
、

底肥
、

整枝
、

去花穗
,

产鲜根 8 7 00 k g / h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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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产毛喉鞘蕊花 ( c ol eu s
fo

r s k o h ill’ w il dl
.

) 属唇形科
、

鞘蕊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产印度
。

曾被古印度称为
“

万灵药
” ,

早为国外药物学家所重视
,

我国学者把原植物从原产地引进
,

作为治

疗肿瘤
、

心血管病
、

艾滋病和老年痴呆症的新天然药物
.

经初步研究
、

试验
,

对肠癌
、

胃癌
、

鼻

咽癌
、

白血病和老年人常患的疾病有明显的功效
。

印产毛喉鞘蕊花于 19 90 年引进昆明植物园种

植
,

初步获得成功
。

19 92 年
, “

印花毛喉鞘蕊花的引种栽培研究
”

被列人中科院
“

八五
”

重大应用研

究项目
,

为提高印产毛喉鞘蕊花药用部分的质量和产量展开了最佳效益种植法的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以 19 9 0 年引进的 56 粒种子为材料
,

在昆明植物园进行播种
、

育苗
、

试种
,

花期给予人工辅

助授粉获得大量种子
.

1991 年用此种子进行有性繁殖
,

在所得的植株中
,

对肉质根株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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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肉质根性状的分离及稳定遗传

在栽培试验过程中
,

我们发现印产毛喉鞘蕊花根的形态存在株间差异
,

一种是须根
,

一种是

肥厚多汁的肉质根 (图 1)
。

而且
,

须根和肉质根植株在幼苗期无明显的形态差异
。

对 1991 年栽

培植株进行观测
、

统计
,

结果须根株与肉质根株的比例接近 3 :l
,

须根株 占很大的比重
.

就质

而言
,

肉质根营养物质丰富
,

有效成分含量高 ; 从量上看
,

一株肉质根的量比一株须根的量大 2 0 0

一 3 0 0 倍
。

由于有效成分福司可林的高含量部位是根部
,

因此
,

分离肉质根株成为栽培的焦点
.

须根与肉质根株的数量 比呈现 3 : 1 给我们一点启

示
,

须根和肉质根这一相对性状的遗传杂交可能符合孟德

尔的分离规律
。

为此
,

我们从 1 / 4 的肉质根株当中进行

优选
、

隔离授粉
。

在获得的后代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

被

抽查的 989 株 中只有 5 株须根植株
,

须根出现的机率仅

0
.

5%
,

没有超出生物试验的允许误差
.

经 自交法验证
,

须根和肉质根这一相对性状的遗传杂交确实符合孟德尔的

分离规律 ( 2 〕 .

进一步确认我们所选留的肉质根植株中
,

决定肉质根性状的基因型是 F Z 中的 cc 纯合体 (图 2)
,

用此 F Z
植株 自交产生的 F 3

株系表型是肉质根
,

且能够稳

定地遗传给后代
。

连续 3 年 ( 19 9 2一 19 9 4 年 ) 种植结果

肉质根株都超过 9 9
.

5%
,

并在普洱县
、

攀枝花市
、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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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交试验结果 l)

T a b le 2 R es u l t o f o r t h o go n a l ex pe r i m e n t

试验号 A

苗龄

A g e

密度

D e n s it y

C

整地形式
S it e

pe r aP ar t io n

D

地表情况
S o il’ s

S U r
af 优

E

施肥方式

尸只竺
Ll l l Z 七

营养枝管理

产量
(k乡 h m

es

勺
P e r h mZ

l (6 0 d )

l (6 0 d )
l (6 0 d )

l (6 0 d )
2 ( 3 0 d )

2 ( 3 0 d )

2 ( 3 0 d )

双30 d )

2 2 4 8 .2 0

2 8 16 .4 0

5 6 2 0
.

5

l ( ] 5 株 / m勺
l ( 15 株 / m

Z
)

2( 10 株 / m Z
)

2( 10 秒丫 m Z
)

l ( 15 株 / m
Z
)

l( 15 株 / m
Z)

2( xo 株 / m Z
)

2 (一。株 / m
Z

2 5 9 5 3
`
0

2 4 7 0 1 0

6 4 8 9
.

0

6 17 5
.

5

3 13
.

5

1(高垄 )

l(高垄 )

2(平墒 )

2(平墒)

2(平墒)

双平墒)
l(高垄 )

l (高垄 )

28 5 15
.

0

2 2 14 0
.

0

7 12 9
.

5

l (覆膜 )

双裸露 )

l( 覆哟
双裸露 )

l( 覆膜 )

双裸露 )

l( 覆膜 )

双裸露)

2 6 7 5 4
.

0

2 3 9 0 1
.

0

6 6 8 8
.

5

l(底肥 )

2( 底+追 )

l (底肥 )

双底+ 迫 )

双底十追)

l (底肥 )

2( 底+ 追 )

l (底肥 )

2 7 2 1 3
.

0

2 3 4 4 2
.

0

6 8 0 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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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整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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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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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留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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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去花穗)

l (去花穗)

双留穗)

3 9 7 6 7
.

0

巧 8 88
.

0

8 6 9 2
.

5

9 46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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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3 .2 0

5 9 0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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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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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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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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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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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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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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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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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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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8 6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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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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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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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9 7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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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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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地区进行种植试验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

也进一步说明印产毛喉鞘蕊花根的形态这一单位性

状的相对差异不是环境条件造成
,

而是遗传基因决定的
。

肉质根株的分离和稳定为根的高产提供

可能
.

2
.

2 露地最佳效益种植法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 (表 2)
,

每 h m Z
产量最高的因素水平是 : A : (3 o d)

、

B l ( 15 株 / 扩 )
、

lC

(高垄 )
、

D I (覆膜 )
、

E ; (底肥 )
、

F : (整枝 )
、

G I (去花穗 )
,

平均 1 h m Z 产量依次为
: 7 0 4 1

k g
、

6 4 8 9 k g
、

7 129
.

5 k g
、

6 6 8 8
.

5 k g
、

6 8 0 4 k g
、

7 4 2 0
.

5 k g
、

8 6 9 2
.

5 k g
,

因此
,

A BZ
IC ; D IE IF IG ; 是最优水平搭配

,

即: 3 0 d
,

15 株 / m Z 、

高垄
、

覆膜
、

底肥
、

整枝
、

去花穗是

印产毛喉鞘蕊花根高产的最佳栽培方案
.

在实际进行的 8 组试验中虽然没有 A ZB ; C ID ,
EI F ; G l这

样的水平搭配
,

但再次种植试验的结果每 h m Z 产 8 700 k g
,

充分肯定 了这一最优水平搭配的可

靠性
。

2
.

3 养分导向转移技术

从表 2 的试验结果可

见
,

营养枝和花枝的管理方

式对印产毛喉鞘蕊花根产量

的影响最大
,

整枝和去花穗

显示了极大的优势
,

并与留

枝和 留穗产生极显著 差异

(图 3 )
。

印产毛喉鞘蕊花在营养

生长期间
,

一方面要求整个

植株生长茂盛
,

另一方面要

求有较大的根冠比
,

以增加

肉质根的产量
.

栽培前期
,

地上部分生长要茂盛
,

才能

有较大的光合面积
,

制造较

多的有机物质
,

供应肉质根

生长和积累养分的需要
。

但

植株在营养生长期会出现徒

` 蓄
忆 二

A 一A Z 匕 l 匕 Z C 一C Z D 一 l一z 艺 1 E Z F I 卜
’

2 匕 I G Z

因素
f a e Lo 一

图 3 因素和产量的关系
F ig

.

3 T h e r e la t io n o f af e t o r a n d y ie ld

长枝
,

影响群体下部光照不足
,

枝叶枯黄
、

生长细弱
,

光合作用降低
、

呼吸强烈
、

消耗有机物质

多
.

我们对地上部分的茎
、

叶进行适当地整枝和修剪
,

减少了有机物质的消耗
,

获得了较理想的

效果
,

采取整枝
、

修剪的措施后
,

每 hm Z增产鲜根 2 17 8 k g (表 2)
.

营养器官与生殖器官之间既是相互依赖
,

又是相互制约的
。

植物体的生殖生长需要消耗大量

的营养物质
,

常常对根系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

当印产毛喉鞘蕊花的生长进人花芽分化期
,

幼蕾出

现时
,

我们摘除花芽
、

去掉花穗
,

抑制了生殖器官的生长
,

减少了营养物质的消耗
,

使根部积累

的糖类增多
,

增加矿质养料的吸收
,

促进了肉质根的生长
,

达到高产的效果
.

去花穗的平均 1

h m Z
产鲜根高达 8 6 9 2 k g

,

而留穗的每 h澎 产鲜根仅 3 97 2 k g (表 2)
.

2
.

4 整地形式对肉质根生长的影响

高垄和平墒两种不同的整地形式对肉质根的产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以宽 40 cm
、

高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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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垄形式进行种植
,

结果 比平墒种植的平均 l h扩 产量高 1 5 95 k g (表 2)
。

高垄的优势在于

种植土壤通风
、

透气
、

排水良好
,

且土壤光照较强
、

温度较高
,

因此
,

对根的生长非常有利
,

也

可减少或避免肉质根腐烂
,

为丰产创造条件
.

此外
,

在幼苗定植前应施足底肥
,

基肥以腐熟的有机肥料为主
,

适当施用磷
、

钾肥
,

尤其重

视钾肥的施用
,

不但有利整株植物的生长
,

且对根系生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 幼苗宜早定植
,

当叶腋内萌发侧枝后种植
,

成活率低
、

且影响营养枝条的生长发育 ; 地表应用薄膜覆盖
,

以便提

高地温
、

减少杂草
、

促进肉质根生长 ; 并因地制宜
、

合理密植
,

以达到印产毛喉鞘蕊花根高产的

目的
。

3 结 论

( l) 经 s a
的引种栽培试验说明

,

印产毛喉鞘蕊花适应云南气候环境条件
。

其生态学特性得

到不同程度的驯化
.

同时
,

掌握了有性繁殖的技术
,

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是 18 一 25 ℃
,

发芽率

达 95 %
.

( 2) 在幼苗期无法从形态特征判别须根株或肉质根株的情况下
,

从遗传基础分离 出肉质根

株
,

选择了基因型为 ee 纯合体的肉质根表型株系
,

为肉质根高产提供可能
。

( 3) 在栽培方面
,

分析了影响肉质根产量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效果
,

确定 了 30 d
、

巧 株

/ m Z 、

高垄
、

覆膜
、

底肥
、

整枝
、

去花穗的最佳种植方案
。

抓住关键环节
、

解决主要矛盾
。

从

植物器官生长
、

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相关性着手
,

采取了适度整枝
、

修剪和完全摘蕾
、

去花穗

的技术措施
,

诱导养分定向转移
,

增加了根部有机物质的积累
,

减少根部营养物质的消耗 ; 采用

高垄种植
,

创造了良好的根系生长条件 ; 获得单位面积最高产量的肉质根
,

每 h m
Z 产鲜根 8 700

k g
,

具备了商业性栽培的条件
,

为扩大栽培印产毛喉鞘蕊花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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